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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此前在针对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研究时，诸多
学者是通过两种方法下对税前利润的影响来比较其对利
润表来带来的不同影响，以反映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。
然而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、会计准则的日趋完善，无论是
会计研究的理论界、还是实务工作领域大家对财务报表的
关注点均由利润表转向了资产负债表。与此同时，针对变
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研究则尚未通过资产负债
表予以展现。基于此，本文在对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
分析的基础上，进行差异公式推导，并最终以资产负债表
的形式展现两种方法对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带来的具
体影响。

1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理论前提

变动成本法以成本性态分析为前提，对产品成本认定
为：在生产领域耗费的、能伴随实物流动而流动、且随业务
量的变动而变动的成本，所以当产品出售时方能予以补偿
的成本；而对期间费用认定为：不随实体流动，且其数额多
少与期间的长短有关（当然，在此也并不排除个别费用存
在与销量有关的情况），所以在当期消耗的费用理应在当
期得到补偿，与期间相对应而非与实务相对应。因此，由于
固定性制造费用不随业务量变动而变动，具有固定的特
性，在变动成本发下，计算产品成本和存货成本时，仅将生
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、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计
入产品成本，在产品盘存的情况下计入资产负债表；将固
定性制造费用作为期间成本，全部列入当期损益表。

完全成本法是在成本按经济用途分类的基础上，认为
作用于产品生产的成本即构成产品的成本，严格遵循谁受
益，谁承担的原则。即将全部生产成本作为产品成本的构

成内容，而将非生产成本作为期间费用，计入当期损益，按
传统式损益确定程序计量损益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。在计
算产品成本和存货成本时，把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
直接材料、直接人工、制造费用（含变动性制造费用和固定
性制造费用）等全部归纳到产品成本和存货成本当中。而
将其余与产品生产无关的计入期间费用。

2 税前利润差额的产生公式推导

由于固定性制造费用这个项目在上述两种成本计算
方法下的处理方式不同，造成了两种成本计算法下一系列
指标出现了差异。即产品成本及期间费用的构成内容不
同；销售成本及期末存货成本的水平不同；税前利润计算
结果不一致；以及由于税前利润的不同最终导致的对管理
层的决策产生的不同。因此，本文将对两种成本计算法下
的税前利润差额产生的规律进行还原并予以推导，以便于
将两种成本计算方法结合起来使用，从而保证一方面能够
满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多方面需要，另一方面又能满足
企业对外编制会计报表，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科学决策的
需要。

2.1 研究税前利润差异的相关假设
由于企业所得税税额，是受应纳税所得额和所得税税

率决定的，而应纳税所得额是基于企业所得税税法的法律
要求核算的，不会因企业选择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而受到
影响，所以在此，以税前利润为标准分析两者之间产生的
差异。同时结合产品构成特点以及公式推导的要求，在此
提出如下 4 项基本假设：

①假设直接材料、直接人工全部为变动成本；
②假设存货发出采用先进先出法；
③假设基于短期决策，各项固定成本总额和单位变动

成本前后期不变；
④假设期末无在产品，即当期耗费的固定性制造费用

都形成完工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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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式推导
为了公式推导的方便，在此设定相关指标，P 变：变动

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；P 完：完全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；p：
产品单价；x 销：销售量；a 非：当期耗费的固定性非生产成
本；a 生：当期耗费的固定性生产成本；b 非：单位变动性非生
产成本；b 生：单位变动性生产成本；GZ 初：期初存货耗费的
固定性制造费用；GZ 销：本期生产耗费的固定性制造费用；
GZ 末：期末存货耗费的固定性制造费用。

由于，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税前利润的计算均来
源于下述基本公式：

税前利润=销售收入-销售成本-期间费用。
结合各自特点后，变动成本法下、完全成本法下的税

前利润及其差额的公式具体可表达为：P 变=px 销-b 生 x 销-
（a 非+a 生+b 非 x 销）；P 完=px 销-（b 生 x 销 +销货承担的固定性
制造费用）-（a 非+b 非 x 销）；P 差=P 完-P 变=a 生-销货承担的
固定性制造费用=a 生-GZ 销。

且由于：GZ 初+a 生 =GZ 销 +GZ 末，所以：P 差=GZ 末-GZ 初。
由此可见，两种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出现差额的根

本原因在于两种成本法计入产品成本和当期损益的固定性
制造费用水平不同。在变动成本法中，计入当期利润表的是
当期发生的全部固定性制造费用；而在完全成本法中，计入
当期利润表固定性制造费用数额，不仅受到当期发生的全
部固定性制造费用水平的影响，而且还要受到期初存货和
期末存货的影响。所以两种成本法计算的税前利润差额，又
具体表现为完全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性制造费
用与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性制造费用之间的差异。

3 基于财务报表剖析税前利润差额

企业最终的财务状况，经营成果均通过财务报告进行
反映，利润表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，而最终资产负
债表日的时点状况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得以体现的。在此通
过财务报表更加直观的展现两者之间带来的差异及其影
响。由于利润表中的利润最终将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
者权益，那么资产负债表期初、期末数的变化，在不考虑其
他因素的情况下即可视为该时期利润对其带来的影响。基
于此，可见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下资产核算的不同，
将导致损益出现差异，所有者权益出现差异。具体分析见
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下资产负债表简表，表 1。

其中：设，A0、A1 分别为变动成本法下资产的期初数、
期末数；B0、B1 分别为变动成本法下负债的期初数、期末
数；C0、C1 分别为变动成本法下所有者权益的期初数、期
末数。

那么，结合上述分析可见：P 变=C1-C0；P 完=（C1+GZ 末）-
（C0+GZ 初）；所以两者之差：P 差= GZ 末-GZ 初。

通过财务报表分析，我们可以更直观地认识到税前差
异产生的原因：由于对产品成本的认定不同，即对固定性
制造费用的归属不同，导致两种方法在期初、期末资产的
差异分别为期初、期末存货的固定性制造费用（即 GZ 初、
GZ 末）；而在两种方法下负债项目的金额不受影响（即具有
相同的 B1），同时在“资产=负债+所有者权益”的会计基本
等式核算原理下，期末所有者权益的差额则应与资产的差
额相等；且导致两种方法下所有者权益差异的原因为利润
核算的不同；所以，追踪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、利润的一
系列变动，最终可见，两种方法下资产的差异在金额上等
于两种方法下利润的差异。

同时可见一般规律：
如果：GZ 末>GZ 初，那么 P 完>P 变；如果：GZ 末<GZ 初，那

么 P 完<P 变；
如果：GZ 末=GZ 初，那么 P 完=P 变

特殊规律 A：
如果：x 末≠0、x 初=0，那么 P 完> P 变；如果：x 末=0、x 初≠

0，那么 P 完< P 变；
如果：x 末=x 初=0，那么 P 完=P 变

特殊规律 B：
当前后期成本水平不变，产量不变；亦或者前后各期

单位产品耗费的固定性制造费用不变时
如果：x 末 >x 初，那么 P 完>P 变；如果：x 末 <x 初，那么
P 完<P 变；
如果：x 末=x 初，那么 P 完=P 变；
其中：设 x 末为期末存货量；设 x 初为期初存货量。
4 结论

可见，通过资产负债表，能够清晰的展现两种方法对
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带来的具体影响。同时，可以发现
若基于变动成本法进行内部管理，可使企业管理当局为了
增加当期利润，促使其重视销售，而非盲目生产，从而避免
期末大量存货积压，实现以销定产，避免浪费。

与此同时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从长远来看，两种方法计算
的税前利润将会相等。如前所述，变动成本法下的产品成
本只包括变动性生产成本（含变动性制造费用），而将固定
成本（包含固定性制造费用）当作期间成本，也就是说对固
定成本的补偿由当期销售的产品承担。而全部成本法下的
产品成本既包括变动性生产成本，又包括固定性生产成
本。全部成本法下对固定性制造费用的补偿是由当期生产
的产品承担，期末未销售的产品与当期已销售的产品承担
着相同的份额。固定性制造费用上述处理上的分歧对两
种成本计算方法下的损益计算有影响，影响的程度取决
于产量和销量的均衡程度，且表现为相向关系。即产销越
均衡，两种成本计算法下所计算的损益相差就越小，反之
越大。从长远看，产销将达到平衡，即长远来看税前利润
达到均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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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资产负债表简表

期初

完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

资产：
A0+ GZ 初

负债：B0 资产：
A0

负债：B0

所有者权益：C0+ GZ 初 所有者权益：C0

期末

完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

资产：
A1+GZ 末

负债：B1 资产：
A1

负债：B1

所有者权益：C1+ GZ 末 所有者权益：C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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